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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大学扩招的困境 

    王飞（音译）被大学录取后，他的父母摆了场酒席请全村人吃饭。他

说：“这里没有多少人能上大学，我家就只有我一个。”他的家乡位于中

国贫穷的边远省份贵州。 

    可是在他从宁波大学毕业两年以后，他的父老乡亲们却没有心情再赞

美 24 岁的王飞，因为他的事业发展并没有达到大家的期望。他说：“一

看见我，很多人就会想上大学没有用。” 

    在中国，读书一度被认为是所有人、尤其是最贫困阶层实现社会流动

的途径，而现在许多人却对高等教育有所疑虑。 

    今年 20岁的英语系学生蒋国丽（音译）来自贵州另一个贫困山村。

她说：“我的兄弟姐妹们和我一样聪明，可是钱不够用，他们更愿意去工

厂打工，不愿意上大学。”她的同代人背井离乡并不是为了追求更多知识

或接受培训，而是期待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制造企业找到工作，尽快挣

到钱。 

    这种趋势是 15年高等教育改革造成的结果，而改革的目的与此恰恰

相反。 

    中国的大学在过去是精英机构，只有很小一部分高中毕业生有希望进

入大学就读。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起，政府鼓励大学打开大门，招收更多

学生。2010年大学招生人数达 660万名，创历史最高纪录。然而，面对

扩招所带来的机会，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明显处于弱势。 

    根据 2006 年的一项调查，在高中毕业生中，城市学生是农村学生的

3.5倍。在技校，这个比率扩大到 55.5倍；在大学为 281.6倍，研究生

为 323倍。 

    中国政府降低大学准入门槛的同时，允许大学提高学费，以应付学生

规模的扩大。目前中国大学平均一年学费在 4000元（合 634美元）至

6000 元人民币之间，这是中国一些最贫困地区家庭年收入的 4 至 10 倍。 

    王飞仍然乐观地认为，他的大学不会白读，但他目前的处境很糟糕。

毕业两年来，他在老家当过农民，在上海一家酒店做过侍者，最近开了一

家店卖电脑。他不但还未能偿还 2 万元的助学贷款，而且毕业后又欠下了

4 万元的债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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